
草原、荒漠，高寒干冷

之地，这里是大辽的疆域。

相较于大宋的气候宜

人、沃野千里，这里并不是

生产生活的最佳选项，然

而这里却和大宋一样，孕

育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成

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

辽瓷在我国陶瓷文化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它继承了大唐的传统

技术，吸收了五代和北宋

中原地区新的工艺，又进

行了发展创新，形成了鲜

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游

牧民族特点，反映了契丹

民族勇猛、刚烈、剽悍的气

质。不仅是当时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活等的见

证，更是我国各民族相互

学习、相互融合的缩影。

穿带瓶就是辽瓷的代

表性器物之一。珍藏在内

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展厅

的白瓷盘口穿带瓶更是我

国陶瓷史上的珍品。

我国陶瓷史上的珍品

文物

白瓷盘口穿带瓶形制

为喇叭形盘口、长颈、圆腹

弧收、圈足略外撇，两侧肩

部与腹底各有一组对称桥

形穿系，穿系间有带槽，肩

部饰三周凹弦纹，圈足内

底亦施釉。口径12.8厘米、

腹径 23.3 厘米、底径 12.5

厘米、高37.3厘米。这件穿

带瓶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

尔沁旗耶律羽之墓。

该墓葬共出土穿带瓶

3件，其中2件为白釉，1件

为绿釉。另一件白瓷穿带

瓶形制为折沿盘口、颈部

上粗下细、腹部圆鼓、矮圈

足。绿釉穿带瓶瓶口、颈残

失，圆肩，鼓腹，下接矮喇

叭状圈足。肩腹部两侧有

对称的桥状穿系两组，穿

系间为带槽，圈足上与穿

带相应的部位有扁穿孔。

肩、腹部均贴塑纹饰。肩部

纹饰自上而下依次为垂

鱼、联珠、垂鱼、弦纹、垂

鱼；腹部纹饰为联珠纹带

围绕及连接的扇形纹，扇

形纹两侧及下部饰展翅昆

虫。圈足底部的一周三角

纹饰黄釉。

公元907年，契丹族首

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

这是当时我国北方地区

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

耶律羽之是耶律阿保机

的堂兄弟，曾跟随耶律阿

保机平定当时的渤海国，

设立附庸于大辽王朝的

东丹国，后出任东丹国左

相。

契丹人逐水草而居，

在游牧过程中常需探寻

水源，并取回驻地以供日

用，自唐代沿袭而来的穿

带瓶便备受契丹民族欢

迎。

据相关文献记载，穿

带瓶器形高大，辽境出土

的穿带瓶高度大都在23—

37 厘米之间，是专门盛装

液体的器皿，其腹部长圆

容量大，盘口便于液体注

入，而细颈使液体不易蒸

发和流失。

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二八地一号墓的石棺画

上，再现了用盘口穿带瓶

背水的场景——两位契丹

人身着短衣，脚穿黑毡靴，

各背负一个盘口、长颈、长

腹瓶，一前一后行走在“营

盘”所在的草原上。

多元文化的互动融合

辽代文化早期受大唐

风情影响，瓷器有中原陶

瓷制品的影子。

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

丹展厅策展人郑承燕介

绍，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

瓷盘口穿带瓶胎白而细

腻，釉色浓厚润泽，制作

精细，圈足底部亦施釉，器

物造型及烧制工艺具有唐

代遗风，工艺水准并不低

于辽代中晚期制瓷水平，

是辽瓷之佳品，也是多元

文化碰撞、交融与传承的

产物。

公元960年，北宋政权

建立，经济快速发展、文化

高度繁荣，陶瓷制造业达

到了顶峰，这对辽代陶瓷

制造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

影响。

澶渊之盟的签订，使

宋辽百年睦邻，经贸、文化

交流不断，又成为和平状

态下契丹民族借鉴、学习

中原陶瓷制作技艺的重要

契机。

据相关文献记载，辽

代契丹人墓葬出土的青白

瓷器中，盏托、注壶、注碗、

熏炉、粉盒等具有中原文

化风格，用于饮茶、饮酒、

焚香、贮粉的实用器具很

多。

此外，在制瓷技艺方

面，辽金瓷器在装烧技术

和装饰技法上，均受到中

原地区窑口的深刻影响。

辽代大量流行定窑及仿定

窑瓷器，以龙泉务窑为代

表的北方诸窑口，不论在

瓷器种类还是造型、装饰

和烧造工艺上均体现出中

原定窑的深刻影响。辽代

契丹人墓葬出土的具有典

型游牧风格的瓷器中，拉

坯、贴塑、印坯等主要成型

方法以及装烧技术等，均

是中原早已发展成熟的制

瓷技艺。

凝聚在瓷瓶里的中国

智慧

在内蒙古博物院大辽

契丹展厅，白瓷盘口穿带

瓶无疑是最吸引游客的文

物之一。走近细看，它在明

亮的展柜中熠熠生辉、光

彩照人，我们仿佛能从它

晶莹清透的气质和挺秀丰

满的身姿中，窥得那源远

流长的文化和众多鲜为人

知的历史故事。

“白如玉、明如镜、薄

如 纸 、声 如 磬 ”，自 古 以

来，瓷器似乎总是以优雅

的姿态吸引着人们的目

光，瓷器是中国文化的标

志性符号之一，是中华文

明发展脉络的重要载体

之一，也是全世界耳熟能

详的艺术语言，凝聚在瓷

器里的中国智慧、中国理

念、中国精神，让全世界

惊叹和着迷。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

辽瓷的许多器物是在中原

定烧的，契丹民族把自己

的民族文化因素植入到中

原文化当中，同时吸收了

中原文化瓷器制造的高超

技术，融合起来形成了一

种非常有特点的瓷器风

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

慧。”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

永志告诉记者。

辽瓷作为中国陶瓷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

瑰宝，是中华文化的艺术

化表现，也是中国智慧的

结晶。

此刻，玲珑剔透的白

瓷盘口穿带瓶中不再盛满

清澈的山泉，却盛满了一

个承前启后的时代，盛满

了中华民族勤劳、质朴的

禀赋与品质，盛满了中华

民族追求精巧、追求极致

的细心和耐心，盛满了中

华民族聪颖、灵巧的智慧

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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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

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

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

久可大、根深叶茂。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

穿带瓶：在交流交融中催生的瓷艺珍品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院秀琴

【听文物讲故事】

酱釉穿带瓶酱釉穿带瓶（（图片由内图片由内

蒙古博物院提供蒙古博物院提供））

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瓷盘口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瓷盘口

穿带瓶穿带瓶（（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辽三彩穿带瓶辽三彩穿带瓶（（图片图片

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绿釉贴塑盘口穿带绿釉贴塑盘口穿带

瓶瓶（（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绿釉穿带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绿釉穿带

瓶瓶（（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